
!调查研究!

基于 \/V OT41)/21/数据库的增生性玻璃体
视网膜病变文献计量分析

周怀蔚!李志清!李筱荣
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!眼视光学院!眼科研究所 "$$":;
通信作者"李筱荣#&'()*"a)(OW*)-#B".1O'

!!$摘要%!目的!了解增生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&@7A'近 #$ 年相关研究文献的分布规律和国际研究趋
势( !方法!使用美国情报研究所 \/V OT41)/21/数据库为数据源#对 %$$90%$#: 年收录的 @7A相关文献
的年代分布)国家和地区情况#基金资助情况#机构)期刊和作者影响力#引文情况等进行统计分析( 并利用文
献计量分析软件 3)R/+X(1/和 7M4P)/Y/W进行关键词分布)聚类分析及文献共被引聚类分析(!结果!共检出
@7A相关文献 9$8 篇#研究文献语种以英语为主#美国作者发文量最多#中国作者文献量位列第 %*在所有有
基金资助机构的文章中#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位列第 #*引文自 %$$9 年逐年上升#自 %$#" 年明显增多*引文
数量最多的期刊为1N2P/+R)>(R)P/MXSRS(*'O*O>0w7)+Q(*41)/21/2#总被引频次最高的研究机构为哈佛大学#对
作者进行引文量统计分析亦显示引文量排名前 8 位的作者均来自美国哈佛医学院眼科系)麻省眼耳医院
41S/X/2+眼科研究所( 统计出高频主题词 ;# 个#聚类分析结果显示#高频主题词主要聚类于 @7A的病因)危
险因素)分子机制)治疗及管理 ; 个类别*关键词网络图及 MP/W*(0图均表明病因学及危险因素是当前研究的
热点#而上皮d间充质转化)转化生长因子5(和纤维化则是近几年新兴的研究领域( 文献共被引聚类分析结
果显示引文共聚类于 #% 个共引组(!结论!@7A研究文献逐年增长#研究热点为 @7A发生的分子机制)预防
及神经保护等#可能为今后 @7A研究的发展方向(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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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增 生 性 玻 璃 体 视 网 膜 病 变 & XWO*)T/W(R)P/
P)RW/OW/R)2OX(RS0#@7A'是一种严重的眼部疾病#其特
征是过度炎症反应和结缔组织膜的形成#最终可致盲#
是当前眼底病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( 随着玻璃体切割
手术技术不断进步#即使仔细去除视网膜表面的增生
膜#术后 " 个月 @7A复发率仍可达 "$b+ #, ( 目前
@7A的研究多集中在 @7A患者眼内细胞因子的变化
及抗增生药物的研发( 为了预测 @7A的发展#大多数
研究都集中在分析视网膜脱离患者的临床特征上#有
些研究还制定了一些公式来帮助临床医师早期识别这

一并发症#但这些公式在外部样品中未得到验证#或者
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预测能力

+ %, ( 因此#对 @7A的相
关文献进行分析#从宏观层面掌握近年来 @7A的研究
热点#对于相关的科研和临床工作十分重要( 文献计
量学是指用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定量地分析一切知识

载体的交叉科学#是注重量化的综合性知识体系( 其
中系统聚类法是分析相关文献研究热点使用最多)效
果最好的一种方法

+ ", ( 本研究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
对近 #$ 年来 @7A研究文献的分布规律)国际研究趋
势及热点进行探讨#旨在为国内 @7A领域相关的研究
提供参考依据(

A6资料与方法

以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的 \/V OT41)/21/数据库
为数据源#检索时间为 %$#9 年 H 月 9 日( 登录美国科
学情报研究所的主页 &YYY.)+)_2OY*/U>/.1O''#选择
-\/V OT41)/21/核心合集.数据库#应用- XWO*)T/W(R)P/
P)RW/OW/R)2OX(RS0.作为主题词进行检索#限定出版时间
为 %$$90%$#: 年 + ;, ( 将检索结果下载为文本文档#对
其中的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分析( 选择全文字段检索#
要求凡在数据库中出现了检索词者均为命中文献*参
照文献+8,的方法#剔除综述)通信和评论文章( 系列
研究的不同论文按单篇论文计算(

外文主题词按照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的 E/4[数
据库进行规范#其中文译名参照 1医学主题词注释字
顺表2 + B, ( 应用文献计量分析平台 &CNCNhME&FAN3.
1O''对检索到的 @7A相关文献进行预处理#对发表
时间)期刊)国家)语种及作者进行统计分析( 只统计
第一作者所在单位和国家( 采用文献计量学软件
7M4P)/Y/W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#以出现频次 "$ 次
以上的标准确定高频主题词#对其进行共现分析#绘制
关键词网络图及 OP/W*(0图( 利用文献分析软件
3)R/+X(1/通过 1*Q+R/W)2>对共引网络进行运算#并依据
共引关系将文献划入不同的聚类#进行关键词及文献
共被引聚类分析#绘制可视化图谱#采用 *̀/)2V/W>的
突变检测算法来确定研究前沿的概念#基本原理是统
计相关领域论文的标题)摘要)关键词和文献记录的标
识符中词汇频率#根据这些词的词频增长率来确定研
究前沿的热点词汇#分析 @7A的研究热点(

B6结果

检索 \/V OT41)/21/数据库 %$$90%$#: 年累计收
录 @7A相关研究文献 9$8 篇( 年度文献数变化不大#
文献逐年累计量呈线性增长&图 #'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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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A6B量量T$B量AU 年 AG:研究文献量随时间变化趋势
>#?3.*A 6 月0*$0%'?#'? +.*'( ,","AG: .*1%+*( 1#+*.%+3.*
V3%'+#+& ".,@ B量量T +, B量AU

在收录的 9$8 篇文献中#美国作者发文最多#共
%%8 篇#占 %;<:Bb*其次为中国##99 篇#占 %#<99b*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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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共 H; 篇#占 :<#Hb*日本共 B$ 篇#占 B<B"b*英国共
89 篇#占 B<8%b( 在语种方面#英文文献占绝对优势#
共 :BB 篇#占总发文量的 98<B9b*其次为德语文献#%%
篇#占总发文量的 %<;"b(

在所有基金资助文章中#以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
金&6(R)O2(*6(RQW(*41)/21/fOQ2U(R)O2 OT3S)2(#64f3'
资助的文章最多#共 8H 篇#占 B<"$b*其次为美国国立
卫生研究院 &6(R)O2(*N2+R)RQR/+OT[/(*RS'资助#共 8"
篇#占 8<:Bb*美国 A@C组织 &A/+/(W1S RO@W/P/2R
C*)2U2/++'资助 #B 篇文章#占 #<HHb#位列第三(

%$$90%$#: 年#@7A相关文献的引文量呈逐年上
升趋势&图 %'#%$#9 年 H 月 9 日检索结果显示#%$$90
%$#: 年引文总数共计 : B$9 条#去除自引为 B B#: 条*
施引文献共 8 %8# 篇#去除自引为 ; B9% 篇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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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B6B量量T量B量AU 年 AG:相关研究文献引文量随时间变化趋

势

>#?3.*B6 月0*$0%'?#'? +.*'(,"$#+%+#,'V3%'+#+& #'AG:

.*1%+*(/3-1#$%+#,')".,@ B量量T +, B量AU

文献的出版物来源方面#总被引频次排前 #$ 位的
期刊累计被引频次达 # %8B 次#占 #;<89b( 其中#总
被引频次最高的期刊为1N2P/+R)>(R)P/MXSRS(*'O*O>0w
7)+Q(*41)/21/2#总被引次数为 ";8 次#占 ;<"8b*
1A/R)2(5FS/ ÔQW2(*OTA/R)2(*(2U 7)RW/OQ+L)+/(+/+2位
居第二#总被引次数为 %#9 次#占 %<8;b&表 #'( 被引
用次数最多的 #$ 篇文献中#13QWW/2R&0/A/+/(W1S2和
1EO*/1Q*(W7)+)O22各有 % 篇&表 %'(

研究机构方面#文献被引次数最多的是哈佛大学#
总被引次数为 "H: 次#中山大学以总被引次数 #%H 次
位居第二&表 "'( 在被引用次数最多的 #$ 名作者中
发现#前 8 位来自美国哈佛医学院眼科系)麻省眼耳医
院 41S/X/2+眼 科 研 究 所 & 41S/X/2+&0/A/+/(W1S
N2+R)RQR/'( 其中# (̀Z*(Q+_(+作者总被引次数为 %#9
次#位居第一*第二位为 h/)#总被引次数为 #%# 次*第

三位为 EQ_()#总被引次数为 ##$ 次&表 ;'(

表 A6总被引次数前 A量 杂志排名
月%-1*A6月0*.%'W#'? ,"+0*+,/A量 8,3.'%1)=#+00#?0*)+

$#+%+#,')

排名 出版物期刊名
文章

总数

总被引

用次数

平均被

引次数

# N2P/+R)>(R)P/MXSRS(*'O*O>0w7)+Q(*41)/21/ H9 ";8 ;<"H

%
A/R)2(5FS/ ÔQW2(*OTA/R)2(*(2U 7)RW/OQ+
L)+/(+/+

#$# %#9 %<#H

"
eW(/T/n+DW1S)P/TOW3*)2)1(*(2U &aX/W)'/2R(*
MXSRS(*'O*O>0

8" #;H %<HH

; @hO4 M2/ "H #$" %<H:

8 D'/W)1(2 ÔQW2(*OTMXSRS(*'O*O>0 B :H #;<8$

B &aX/W)'/2R(*&0/A/+/(W1S %% :; "<:%

H CW)R)+S ÔQW2(*OTMXSRS(*'O*O>0 %8 H" %<9%

: D1R(MXSRS(*'O*O>)1( "% H$ %<#9

9 EO*/1Q*(W7)+)O2 %; B; %<BH

#$ MXSRS(*'O*O>0 ## B; 8<B;
!

在纳入的 9$8 篇文献中#共出现主题词 " #:8 个#
其中出现频次 "$ 以上的高频主题词 ;# 个&表 8'( 高
频主题词共现网络图显示#@7A的病因学和危险因素
处于中心位置#是当前研究的热点#与其他主题词有较
强的关联性#同时这 % 个主题之间关联性较强*处在最
外围的主题词为较边缘的或新兴的研究领域#主要有
上皮d间充质转化)转化生长因子5(和纤维化等 &图
"'( MP/W*(0图中亦显示这些关键词为新兴关键词&图
;'( 聚类分析显示#主题词有显著的聚类现象#主要
聚类为 ; 个类别#分别为 @7A的病因学研究)@7A的
治疗与管理研究)@7A的危险因素研究和 @7A的细
胞学发病机制研究&图 8'(

对 @7A引文进行共被引分析#文献共引网络图中
包含 8%# 个网络合并节点)# 88B 个连接&图 B'( 关键
词聚类分析结果显示#共有 #% 个共引组&图 H'( 这些
节点和连接分别表示所收集研究的参考文献和引用文

献之间的关系( 突变&CQW+R'检测结果示##% 个共引组
中#排名第 # 的是组 # 中的@(+ROŴ3&%$#B'#突发值为
9<9B*组 $ 中的 @/22O1_ 4&%$#;'排名第 %#突发值为
:<9"*组 # 中的 4(U(_(D& %$#%'排名第 "#突发值为
H<HB( 按 向 心 性 排 列# 前 " 位 分 别 为 组 % 中 的
[/)'(22 [&%$$H')组 # 中 F(')0(4& %$#$'和组 # 中
的 4(U(_(D&%$#%'#中心位置均为 $<$$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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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B6被引次数前 A量 文献排名
月%-1*B6月0*.%'W#'? ,"+0*+,/A量 $#+*(1#+*.%+3.*

排名 标题 来源出版物名称 被引次数

#
A/(*5R)'/'O2)ROW)2>OT+Q+R()2/U UWQ>W/*/(+/Q+)2>RS/OXR)1(*XWOX/WR)/+OTXOWOQ++)*)1O2 XSORO2)1
1W0+R(*X(WR)1*/+

C)O'(R/W)(*+ #$#

% 4)'Q*R(2/OQ+(2(*0+/+OTP)RW/OQ+*/P/*+OT%H 10RO_)2/+)2 /0/+Y)RS W/R)2OX(RS0OTXW/'(RQW)R0 MXSRS(*'O*O>0 H:

" AO*/OT)2RW(P)RW/(*)2T*(''(ROW010RO_)2/+(2U (2>)O>/2)1T(1ROW+)2 XWO*)T/W(R)P/U)(V/R)1W/R)2OX(RS0 3QWW/2R&0/A/+/(W1S HB

;
[Q'(2 W/R)2(*X)>'/2R/X)RS/*)Q' &A@&' RW(2+X*(2R(R)O2"OQR1O'/(TR/W(QRO*O>OQ+A@&51SOWO)U
+S//R(2U A@&1/**5+Q+X/2+)O2 )2 (W(2UO')+/U 1*)2)1(*+RQU0

CW)R)+S ÔQW2(*OTMXSRS(*'O*O>0 BH

8 N2T*(''(ROW0(2U (2>)O>/2)1T(1ROW+)2 RS/(jQ/OQ+SQ'OW(2U RS/W/*(R)O2+S)X ROU)(V/R)1W/R)2OX(RS0 3QWW/2R&0/A/+/(W1S 8H

B \2R+)>2(*)2>'/U)(R/+X(RSO*O>)1(*P(+1Q*(W>WOYRS )2 XWO*)T/W(R)P/W/R)2OX(RS0 3)W1Q*(R)O2 8B

H
DTW//W/R)2(*X)>'/2R/X)RS/*)Q'51SOWO)U >W(TR)2 X(R)/2R+Y)RS /aQU(R)P/(>/5W/*(R/U '(1Q*(W
U/>/2/W(R)O2"W/+Q*R+QX ROH 0/(W+

D'/W)1(2 ÔQW2(*OTMXSRS(*'O*O>0 8"

: N+2/QRW(*)Z)2>P)RW/(*>WOYRS T(1ROW+(P)(V*/+RW(R/>0ROXW/P/2RXWO*)T/W(R)P/P)RW/OW/R)2OX(RS03
@WO>W/++ )2 A/R)2(* (2U &0/
A/+/(W1S

8%

9
@)WT/2)UO2/)2S)V)R+RW(2+TOW')2>>WOYRS T(1ROW5V/R(#5)2UQ1/U T)VWO>/2/+)+V0V*O1_)2>2Q1*/(W
RW(2+*O1(R)O2 OT4'(U+)2 SQ'(2 W/R)2(*X)>'/2R/X)RS/*)(*1/***)2/DA@&5#9

EO*/1Q*(W7)+)O2 8%

#$
FS/T(R/OTEQ**/Wn+>*)(TO**OY)2>/aX/W)'/2R(*W/R)2(*U/R(1S'/2R"2Q1*/(W')>W(R)O2#1/**U)P)+)O2#
(2U +QVW/R)2(*>*)(*+1(WTOW'(R)O2

EO*/1Q*(W7)+)O2 8%

!

表 C6总被引次数前 A量 机构排名
月%-1*C6月0*.%'W#'? ,"+0*+,/A量 #')+#+3+*)=#+00#?0*)+$#+%+#,')

排名 机构名 文章总数 总被引用次数 平均被引次数 第一作者总数 第一作者被引次数 第一作者平均被引率

# 哈佛大学 "# "H: #%<#9 #: %89 #;<"9

% 中山大学 ": #%H "<"; %9 98 "<%:

" 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 %$ #%" B<#8 B "; 8<BH

; 摩菲眼科医院 %H #$$ "<H$ ## "H "<"B

8 南加州大学 #H 9% 8<;# ; %$ 8<$$

B 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医院 ## :9 :<$9 H 8: :<%9

H 上海交通大学 %" :H "<H: ## ;8 ;<$9

: 伊拉斯谟医学中心 #: :# ;<8$ % #8 H<8$

9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H H9 ##<%9 # % %<$$

#$ 达尔豪斯大学 B HH #%<:" $ $ $<$$
!

表 F6总被引次数前 A量 作者排名
月%-1*F6月0*.%'W#'? ,"+0*+,/A量 %3+0,.)=#+00#?0*)+$#+%+#,')

排名 作者名 文章总数 总被引用次数 平均被引次数

# (̀Z*(Q+_(+#D #H %#9 #%<::

% h/)#[F #" #%# 9<"#

" EQ_()#4 9 ##$ #%<%%

; 7/*/Z#e H 9" #"<%9

8 @/22O1_#4 B :" #"<:"

B 3S(WR/W)+#Le #B :$ 8<$$

H 3Q)#^ B HH #%<:"

: 4('(U#D B HH #%<:"

9 E(R+V(W(#^ ; H8 #:<H8

#$ E(V/W*/0#L ; H8 #:<H8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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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X6AG:研究文献相关高频主题词的分布
月%-1*X69,)+".*V3*'+1& 3)*()3-8*$++*.@)#'AG:

1#+*.%+3.*

序号 高频主题词 主题词中文译名 频次

# XWO*)T/W(R)P/P)RW/OW/R)2OX(RS0 增生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 ;::

% P)RW/1RO'0 玻璃体切割术 #88

" W/R)2(*U/R(1S'/2R 视网膜脱离 #8"

; +QW>/W0 手术 #;"

8 /aXW/++)O2 表达 #"9

B '(2(>/'/2R 管理 ##9

H +)*)1O2/O)* 硅油 ##"

: X(W+5X*(2(P)RW/1RO'0 经睫状体平坦部玻璃体

切割术
#$$

9 W/R)2(*5U/R(1S'/2R 视网膜脱离 9H

#$ W)+_5T(1ROW+ 危险因素 :$

## P)RW/OW/R)2OX(RS0 玻璃体视网膜病 H9

#% OQR1O'/+ 结果 H8

#" /0/+ 眼 H;

#; X)>'/2R/X)RS/*)(*51/**+ 色素上皮细胞 BH

#8 U/R(1S'/2R 脱离 8:

#B )25P)RWO 体外 8H

#H /2UORS/*)(*>WOYRS5T(1ROW 内皮生长因子 8H

#: Fef5V/R( 转化生长因子5( 8B

#9 '(1Q*(WU/>/2/W(R)O2 黄斑变性 8B

%$ /X)W/R)2(*'/'VW(2/+ 视网膜前膜 8;

%# WS/>'(RO>/2OQ+W/R)2(*U/R(1S'/2R孔源性视网膜脱离 8$

%% U)(V/R)15W/R)2OX(RS0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8$

%" 1/**+ 细胞 8$

%; X(W+X*(2(P)RW/1RO'0 经睫状体平坦部玻璃体

切割术
;:

%8 1O'X*)1(R)O2+ 并发症 ;:

%B W/X()W 修复 ;H

%H >WOYRS5T(1ROW 生长因子 ;H

%: R('XO2(U/ 填充 ;B

%9 (1R)P(R)O2 激活 ;"

"$ W/R)2( 视网膜 ;%

"# W/R)2(*X)>'/2R/X)RS/*)Q' 视网膜色素上皮 ;#

"% ')>W(R)O2 迁移 ;$

"" T)VWO+)+ 纤维化 "9

"; /X)RS/*)(*5'/+/21S0'(*RW(2+)R)O2上皮间充质转化 ":

"8 +1*/W(*VQ1_*/ 巩膜扣带手术 "H

"B WS/>'(RO>/2OQ+W/R)2(*5U/R(1S'/2R孔源性视网膜脱离 ";

"H P)RW/OW/R)2(*+QW>/W0 玻璃体视网膜手术 ""

": )2,/1R)O2 注射 "%

"9 '/+/21S0'(*RW(2+)R)O2 间充质转换 "%

;$ XW)'(W0P)RW/1RO'0 一期玻璃体切割术 "#

;# XWO*)T/W(R)P/U)(V/R)15W/R)2OX(RS0增生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"#
!

图 C6AG:研究文献高频主题词共现网络图!红色和绿色分别代表
主题词病因学分类和危险因素分类#节点的大小代表主题词出现的
频率

>#?3.*C6;,E,$$3..*'$*'*+=,.W2#)3%1#4%+#,',")3-8*$++*.@)3)*(
@,.*+0%' C量 +#@*)#' AG: 1#+*.%+3.*! A/U (2U >W//2 1O*OW+
W/XW/+/2R/U X(RSO>/2/+)+(2U W)+_ T(1ROW1(R/>OW)/+#W/+X/1R)P/*0#(2U RS/
+)Z/OT2OU/+W/XW/+/2R/U RS/TW/jQ/210OT+QV,/1RR/W'+

图 F6AG:研究文献高频主题词 72*.1%& 图!不同颜色代表了时间
信息#7M4P)/Y/W计算某个关键词所处年份的平均值#反映研究的时
间趋势( 从图中可看出#%$$90%$#: 年 @7A研究文献高频主题词
在 %$#"0%$#; 年间达到高峰
>#?3.*F672*.1%& 2#)3%1#4%+#,',")3-8*$++*.@)AG:1#+*.%+3.*!
L)TT/W/2R1O*OW+W/XW/+/2R/U R)'/)2TOW'(R)O2#(2U 7M4P)/Y/W1(*1Q*(R/U
RS/(P/W(>/OTRS/0/(W)2 YS)1S (_/0YOWU Y(+*O1(R/U#W/T*/1R)2>RS/R)'/
RW/2U OTRS/+RQU0.FS/S)>S5TW/jQ/210+QV,/1RR/W'+OT@7ATWO'%$$9 RO
%$#: X/(_/U V/RY//2 %$#" (2U %$#;

#3 细胞学发病机制

#0 病因学

#2 危险因素

#1 治疗与管理

#3 细胞学发病机制

#0 病因学

#2 危险因素

#1 治疗与管理

图 X6AG:文献关键词聚类分析可视化图!主题词有显著的聚类现
象#主要聚类为 ; 个类别#分别为 @7A的病因学研究理@7A的治疗与
管理研究理@7A的危险因素研究和 @7A的细胞学发病机制研究
>#?3.*X6;13)+*.%'%1&)#)2#)3%1#4%+#,',"AG:1#+*.%+3.*W*&=,.()!
FS/W/Y/W/TOQW'()2 1*Q+R/W+#)21*QU)2>@7A /R)O*O>0#@7A RW/(R'/2R
(2U '(2(>/'/2R#@7AW)+_ T(1ROW+#@7A10RO*O>)1(*X(RSO>/2/+)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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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L6AG:文献共被引网络图!不同节点代表不同引文#节点的大
小代表被引用的频率#线段反映关联程度
>#?3.*L6;,E$#+%+#,''*+=,.W,"AG: 1#+*.%+3.*! L)TT/W/2R2OU/+
W/XW/+/2R/U U)TT/W/2R1)R(R)O2+# (2U RS/+)Z/OT2OU/+W/XW/+/2R/U RS/
TW/jQ/210OTW/T/W/21/+.FS/*)'/W/T*/1R/U RS/1OWW/1R)O2

#3 硅油

#6 可折叠球囊玻璃体

#10 肿瘤坏死因子�α

#2 经睫状体平坦

部玻璃体切割术 #7 视网膜色素变性

#18 开放性眼外伤

#5 Ｆc�Fc受体

#0 视网膜色素上皮

#1 增生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
#4 视网膜脱离

#13 转化生长因子�1

#9 增生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#3 硅油

#6 可折叠球囊玻璃体

#10 肿瘤坏死因子�α

#2 经睫状体平坦

部玻璃体切割术 #7 视网膜色素变性

#18 开放性眼外伤

#5 Ｆc�Fc受体

#0 视网膜色素上皮

#1 增生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
#4 视网膜脱离

#13 转化生长因子�1

#9 增生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

图 E6AG:文献共被引网络聚类分析!节点越大代表被引用的次数越多#节点中圆的颜色表示
不同时间段的引用频率变线条颜色对应不同时间#冷色代表较早的年份#暖色代表最近的年份变
图中红点为突变

>#?3.*E6;13)+*.%'%1&)#),"$,E$#+%+#,''*+=,.W,"AG: 1#+*.%+3.*!FS/'OW/W/T/W/21/+#RS/
*(W>/WRS/2OU/+.FS/1O*OWOTRS/2OU/+W/XW/+/2R/U RS/W/T/W/21/TW/jQ/210TOWU)TT/W/2RR)'/X/W)OU+.
FS/*)2/1O*OW1OWW/+XO2U/U ROU)TT/W/2RR)'/+#RS/1O*U 1O*OWW/XW/+/2R/U RS//(W*)/W0/(W#(2U RS/Y(W'
1O*OWW/XW/+/2R/U RS/2/(W/W0/(W.FS/W/U UOR)2 RS/X)1RQW/Y(+(VQW+R

C6讨论

\/V OT41)/21/作为世界著名的影响多学科的科
学技术检索工具之一#于 #99H 年由美国汤森d路透公
司推出#包含 H 大子数据库#可以实现及时更新( 因
此#对 \/V OT41)/21/收录的文献进行统计分析#能够
帮助我们更好地掌握所研究领域的现状和趋势( 而主
题词是作者对文章大意的概括和总结性语言#高频主
题词更是反映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重点难点问题#
对高频主题词进行共现分析和聚类分析可以全面展现

国际上该研究领域的研究趋势和内容变化
+ Hd:, (

共现分析可以揭示某一领域或主题研究中关键性

内容共现的频率频次#引文是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一
种方法#引文分析是利用数学及统计学的方法#结合比
较)归纳)抽象)概括等逻辑方法#对科学期刊)论文)著
者等各种分析对象的引证与被引证现象进行分析#进
而揭示其中的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种文献计量分

析方法#研究引文的分布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掌握研究
疾病领域内的经典观点)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 + 9, ( 其
中#共被引是指 % 篇文献通过另外 # 篇或者多篇文献
建立联系#可以反映文献之间的联系程度和结构关系(
由于其具有展望性#-前向引用.来构建动态模型#因
此共被引对于研究和揭示科学文献的内在联系与规

律#描绘科学发展的动态)结构具有优越性#更能适应
当前医学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特

点
+ #$, ( 在这一点上#3)R/+X(1/和 7M4P)/Y/W作为文献

计量研究的主流软件#能够为我们提供可视化的全景科
学图谱

+##d#%, ( 本研究使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将近 #$ 年
@7A领域中的研究文献进行分析#
定量地将近 #$ 年 @7A研究文献进
行映射(

从 @7A文献发表随时间变化
的趋势来看#文献逐年累计数呈线
性增长#但是增长速度较为缓慢(
@7A的作者以分散研究为主#但有
向核心作者聚集的趋势( 同时#还
观察到所属机构)期刊亦呈中心性
聚集分布#表明 @7A研究领域的
核心作者)核心研究机构和核心期
刊已在形成过程中( @7A的引文
数自 %$$" 年开始剧增#表明随着
国际医疗技术的进步#眼科医生对
@7A的关注逐渐增加( 文献的作
者国籍以美国居多#其次为中国#
差异仅为 %<:Hb#这表明在 @7A

的研究方面#中国已处于较为先进的水平( 同样#从发
表文章的基金资助上看#64f3位于首位#也说明近年
来 64f3对 @7A相关研究的重视( 然而#值得注意的
是#对引文的分析结果显示#被引次数排名前 #$ 位的
文献中#中国学者发表的文章仅占 # 席 &第 " 名'#而
机构总被引频次排名中#中山大学位居第 %#上海交通
大学位居第 H#作者总被引频次前 #$ 名中暂无中国作
者#提醒我们接下来的发展方向应是进一步推进核心
研究机构的建设及提高文献影响力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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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 @7A研究文献的高频主题词共现分析结果来
看#各主题词间联系紧密#且存在显著的聚类现象(
@7A的文献研究主要聚类于病因学)危险因素)细胞
学发病机制和治疗 ; 个方面( 从 MP/W*(0图可以看出#
@7A的研究热点已从病因学研究向分子机制研究转
移#新兴的领域主要有上皮d间充质转化)转化生长因
子d()肿瘤坏死因子和纤维化以及以这些致病途径为
靶点而开展的治疗方面的研究(

共被引分析的基本思想是#当 % 个作者的文献同
时被第 " 个作者的文献引用#则称这 % 篇文献存在共
被引关系( 在文献共被引成网络图中各节点大小反映
的是作者)文献)期刊的被引次数#各节点间线段反映
的是主题)关键词或者领域的关联程度( 同时#本研究
引用突发值&图 H 中红点区域'的大小来衡量研究成
果的创新性#它们代表了前沿的 -足迹.( 突发值越
大#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就越大( @(+ROŴ3作者的突发
值为 9<9B#其在 %$#B 年对 @7A进行了重新定义#将主
要关注点放在视网膜内变化所导致视网膜神经胶质细

胞反应性的改变#同时还分析了具有预测其发展潜力
的新遗传生物标志物和新的治疗方法#指出了神经保
护的重要性

+ #", #为 @7A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(
综上所述#本研究中通过对国际 @7A研究文献的

分布规律和研究趋势进行分析#我们认为 @7A的发病
机制及预防 @7A的治疗技术可能成为今后研究的发
展方向( 由于数据库收录文献语种的限制#本研究未
能纳入中文文献进行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对比分析#今
后还需关注中文期刊中 @7A相关文献的研究热点#与
国际研究趋势相比较#为提高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水
平提供参考( 其次#依据齐普夫定律#本研究仅纳入了
高频主题词进行分析#暂不能排除少数低频词可能成
为未来研究热点的可能( 另外#由于数据收集)分析)
撰写及发表需要一定的周期#故而可能会造成信息有
一定程度的滞后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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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刊对稿件组织病理学彩色图片及电子显微镜图片中标尺的要求

!!如果作者稿件中包含有组织病理图)免疫荧光染色图)免疫组织化学图)电子显微镜图片#为了反映组织标本大小的最精确尺

度#请在电子版图片的左下方附注标尺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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